
人 物 简 介 ：别 立 福 ，男 ，

1972年出生，生前任山东省青岛

市公安局黄岛分局刑侦大队一

中队民警。1991年 12月入伍来

到原 23集团军某团，在部队期

间曾荣立二等功 1次，三等功 6

次。2004年 9月转业到青岛市

公安局黄岛分局工作，荣立二等

功1次，三等功3次，2008年7月

在奥运火炬青岛站传递活动中

担任火炬手。

今年 1月 19日凌晨 0时 50

分，在搜捕嫌犯时，别立福遇袭

被刺，面对穷凶极恶的歹徒，他

在胸部中刀的情况下坚持同嫌

犯展开激烈搏斗，因伤势过重

壮烈牺牲，年仅4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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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一线传真

一本泛黄的日记本

1月 27日下午，记者来到别立福生
前所在的青岛市公安局黄岛分局刑侦
大队一中队办公室。别立福的办公桌
上，一个摩托车头盔和一副手套沿着桌
角整齐摆放。
“这是老别从军 13年养成的习惯。

那天行动前，他还在执行反扒任务，一
接到通知，就立刻骑摩托车赶回局里。”
副中队长刘言增回忆起 1月 18日晚的
情景，“转业 15年了，老别一直保持着军
人雷厉风行的作风，只要是出任务，随
叫随到，再远也能赶来。”
“每次战友聚会，老别总会带着大

家重温《军人誓词》，说我们要时刻牢记
军人的神圣使命。”民警陈连华与别立
福一同入伍，转业后在黄岛分局再次相
聚，“有些人觉得他太板正，可他就是一
直用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穿不穿
军装都是一个样。”

记者在别立福的办公桌上看到一
本特殊的日记本。别立福写日记的习
惯从新兵开始，一直延续至今。这本日
记是 1995年别立福的老部队从他入伍
后写下的 6本日记中整理的，前半部分
为日记摘抄，后半部分为别立福爱军习
武小故事集纳，当时作为部队开展“双
争”活动的生动教材，激励广大年轻战
士向他学习。

记者小心翼翼地翻开泛黄的页面，
“要把自己炼成一块钢，就必须有严格

的纪律”“成绩不是长出来的，而是练出
来的”“立福，化人世间的不平和邪恶为
力量吧”……字里行间，一句句朴实的
话语，展现出一名优秀军人对自己的要
求和期许，从中也能读懂他离开军营
后，始终把那身军装穿在灵魂深处的责
任与担当。

一双磨掉鞋底的运

动鞋

在别立福宿舍的床下面，鞋子和洗
漱用品的摆放如在军营般整齐，两只运
动鞋的鞋底后跟处，炭黑色的耐磨层已
磨掉了三分之一。
“想赶上他，得骑摩托车。”陈连华

说，“老别当年入伍后训练极其刻苦，军
事素质在单位首屈一指，曾入选过八一
军体大队，后来在集团军组建的‘军事
四项’比武竞赛中担任过参赛队队长，
获得过‘训练小老虎’称号。虽然离开
部队 15年，他依旧每天坚持锻炼，只要
不执行任务，每天都要跑三到五公里，

风雨无阻。”
比标准体重重 2斤就练下去，轻 2

斤再吃回来，倒立行走 500米，原地跳跃
1000 下，单杠 20 个起步……别立福从
没把当兵时的训练标准丢掉，47岁的年
纪所坚持的训练量让所有认识他的人
都十分钦佩。

在青岛当地，别立福被誉为“超级
警察”。2012年，在一次追捕扒手的过
程中，两名扒手见别立福追了上来，突
然分开跑，别立福果断去追一个扒手，
抓捕后交给队员再径直反方向追向另
一个扒手，并成功实施抓捕。他在民警
生涯中，硬是“追瘫”了20多名嫌犯。

别立福生前曾这样说过：“但凡是
用腿跑的，到现在还没有一个跑掉的。”
那些被他抓过的惯偷都有了经验：遇到
别立福就束手就擒吧，想跑也跑不了。

一张无法兑现的

休假条

同事贺磊拉开别立福的抽屉，一张

永远无法兑现的假条静静地躺在那
里。这是别立福从警十几年以来第一
次申请休年假，时间是 1 月 22 日至 25
日，正是女儿去大连参加艺考的时间。

从警 15年，别立福有一半的时间从
事反扒工作。在同事们眼中，他是把反
扒工作当做一份事业来做。反扒队员
的工作时间不固定，别人工作时他们要
到集贸市场等重点区域巡查蹲守，别人
下班了他们还要到公交车站等扒窃案
件高发地点值守。即便如此，别立福还
经常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摸排线索、排
查嫌疑人，甚至在送孩子上学的路上都
曾抓到过扒手。

他根据多年工作积累建立了一个
“扒手数据库”。中队长刘毅说，别立福
是个特别细心的人，数据库资料非常丰
富，无论是本地还是外来的扒手，只要
在当地出现都会被收录进去，体貌特
征、年龄、住址等信息一应俱全。这个
数据库从最初的 60多人扩展到 200 余
人，当地的扒窃案件却是逐年下降。
“2015 年老别写工作日志，一天能写满
满一页，抓到的每一个扒手都记录在
案。到了 2019 年，日志上经常写的是
‘未果’。”反扒队员小张说。

“超级警察”别立福抓捕罪犯毫不
手软，但他并非没有“柔情”。“他的工作
日志每天写有两个日期，一个是阳历，
一个是阴历，前者为工作，后者为家
庭。他就是怕工作繁忙错过家人的生
日。”贺磊说，别立福的妻子患有干燥综
合征，身体一直不太好，“只要一有空，
他就会回家做饭，很顾家。”

1月 23日上午，别立福遗体告别仪
式举行，上万名青岛市民自发来到通往
殡仪馆的沿途道路两侧，手持黄花，为
这位好民警送上最后一程。很多网友
也在网上留言，向他致敬。有一位网友
这样写道：“很遗憾以这样的方式去认
识这样一位优秀的警察，英雄走好！希
望人民警察守护平安后，都能迎接每一
天的朝霞与晚霞！”
“你奔跑如风，赢得超级美名。你

嫉恶扬善，守护一方安定……你是英
雄，用生命诠释使命。你是英雄，用热
血谱写忠诚。”别立福牺牲后，他的一位
同事含泪写下一首歌词《你是英雄》，以
此纪念他们的好同事好大哥，纪念这位
人民心中的“超级警察”。
（照片由作者提供，合成：张 锐）

很遗憾以这种方式认识你
——从烈士别立福的遗物中感悟一名优秀退役军人的热血忠诚

■齐林新 中国国防报记者 鲁文帝

最近几天，津沽大地年味儿越来
越浓，天津市和平区新兴街朝阳里社
区退役军人服务管理站工作人员也在
忙碌着。1月 29日下午，记者来到社
区，与工作人员一起到部分退役老兵
家中走访慰问，了解对他们实际困难
的解决情况，为他们送去新春的祝福。

退役老兵肖峰家里，欢声笑语，其
乐融融。“那时候在战场上，不知道下
一秒自己是不是还活着，但心中只有
一个信念，就是一定要取得胜利。”已
是古稀之年的肖峰老人感慨地说，他
早年参军入伍，现在退休在家，由于身
体患有多种疾病，需要医护人员长期
照顾，生活比较困难，社区退役军人服
务管理站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总是牵
挂着他，经常上门入户为他送医送
药。这次春节慰问又首先来到他的家
中，给他带来的年货除了生活必需品、
春联和大红“福”字，还有习主席来天
津视察的视频光盘，其中就有习主席
对退役军人工作的关心和嘱托，让他
充分感受到如今党和国家对退役军人
的关爱。

和平区新兴街武装部长章家兵介
绍：“朝阳里社区是全国首个社区志愿
者组织的发祥地，社区的 6000多名居
民中有251名退役军人，社区按要求设
立了退役军人服务管理站，组织志愿
者为退役军人服务。习主席来社区视
察时，专门对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作了
重要指示，我们倍受鼓舞。大家都决
心把习主席的亲切关怀和嘱托，转化
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

张卓鹏是社区为退役军人服务
的志愿者，习主席视察当天他介绍了
相关工作。张卓鹏说：“近距离聆听
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充满了力量，
干劲更足了。我平时的工作包括为退
役老兵入户理发，帮他们办理银行业
务，申请特困基金、修理轮椅等，虽然
有些琐碎，但为这些曾对国家做出贡
献的老兵服务，我觉得很有满足感。”

朝阳里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管理站
建设，只是天津市为退役军人服务的
一个缩影。2017年初，天津市就率先
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军人优先优
待服务的实施意见》，将退役军人纳入
全面优先优待服务范围，为优待对象
提供窗口优先和乘坐交通工具、浏览
景区优待减免等服务。同时积极落实
关于做好军队退役人员有关工作意
见，进一步完善优抚安置各项政策，广
泛开展优抚对象慰问帮扶活动等，切
实保障优抚对象的利益。目前，天津
在市、区两级分别设立退役军人服务
管理中心，在街道（乡、镇）、社区（村）
设立退役军人服务管理站，实现了退
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全覆盖。

朝阳里社区原书记辛凤英说：“春
节前这段时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
把党和组织的关怀送到每一个退役军
人的心坎上。”在走访慰问几位刚刚退
伍的年轻战士时，他们重点关注这些
年轻人的就业创业帮扶情况，了解他
们对未来发展的期望，同时叮嘱他们
要退伍不褪色，继续保持部队的优良
作风，传播社会正能量。

上图：1月29日，天津和平区朝阳

里社区志愿者走访慰问社区退役军

人。 李胜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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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7日，连日的浓雾散尽，位于
黄河南岸的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西姜
寨乡迎来一个冬日暖阳。趁着天好，全
乡70岁以上老人的被子褥子被晒了个
遍，后半晌收回时，都晒得热乎乎的。

帮老人晒被子的，不光是他们的
子女，还有全乡乡、村两级干部与志愿
者服务队。

为老人晒被子的主意出自乡党委
书记李恒志。他是名退伍军人，离开
军营 30多年，言谈举止雷厉风行，仍
像个老兵。前些天李恒志住在农家，
一夜料峭寒风，把他冻感冒了。他想
到中原农户冬天采取采暖措施的人家
不多，怕老人熬不住寒冷，就安排乡里
拿出专款购买了一批电暖器为体弱多
病的老人送去。当年在军营里养成的
晒被子习惯也让他想起“一天晒被三
日暖”，就盼着来个晴天暖日，在全乡
开展一次为老人晒被子活动。

盼望的暖阳终于来了。17 日上
午 10点，乡、村两级干部与志愿者服
务队队员走村串户，把老人的被子褥
子抱到各村的文化广场晾晒。冬日暖
阳下，一床床被褥搭成一排排，不仅晒
了被子，还“赛”了被子：谁家的被子
新，谁家的被子旧，谁家的被子厚，谁
家的被子薄，谁家的被子干净，谁家的
被子该洗……这一晒也晒出了谁家殷
实，谁家贫寒，那些单薄、破旧被褥的
背后，大都是困难的家境。乡村干部
当即将事先准备好的新棉被一一送到
需要帮助的老人家中。

趁着晒被子的空当，乡村干部插
空与村民们聊几句家长里短，有说有
笑。太阳高挂在湛蓝天空，晒得大家
身上暖洋洋，心里也是暖融融的。

李恒志觉得，这被子还得继续晒
下去。

晒被子
■孙广远

从军10年，我的家属只来部队探

过一次亲。不过，30多年过去了，每每

想起家属来队时的那些往事，心里还是

热乎乎的。

我当兵时所在的新疆某部教导大

队，地处新疆莎车一个辽阔的戈壁滩

腹地，离莎车县城有80多公里远，平时

与外界几乎没有来往，全大队是清一

色的男子汉。由于交通不便，来队探

亲的家属也寥寥，因此我的家属来队

就成了大队的一件大事。队长和政委

十分重视，专门把司务长和我叫到办

公室，从搭建女厕所到安排住房等都

一一进行了细致安排。考虑到我的妻

子来自四川，大队还特意批给我们一

些阿克苏大米，大队长还对司务长说，

刘教员的家属这次来探亲，吃大米一

定要管够，咱们大米再少也不能亏了

来队探亲的家属！

那次探亲，成了全队官兵的一件喜

事。这一消息在队务会上通报后，我的

战友们好像比我还高兴，他们把自己的

办公室打扫得干干净净，有的还特意在

办公桌上摆上大蒜做成的盆景。一夜

之间，整个教导大队的办公区竟平添了

几分温馨，好几个北方籍的教员还专门

买了哈密瓜和苹果放在宿舍里，只要开

门进去就能闻到一股瓜果的清香，再也

没有了平时的汗臭味。官兵们也悄悄

地拾掇自己，尤其对脚上那双军用黑皮

鞋，是擦了又擦。主讲战例课的大个子

山西教员打趣地说：“瞧瞧你们那双皮

鞋，擦得简直能当镜子用了，如果蚂蚁

爬上去一定得拄拐棍。”

战友们的心思我最懂。家属来队

后，我便带着她参观了所有官兵的办公

室和宿舍，家属给予他们的都是大大的

夸奖，乐得我那些战友们直夸：“川妹子

不但人长得漂亮，嘴也很甜。”有几个年

龄偏大的教员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让

她给他们介绍川妹子做老婆。

家属来队后，我们很快就自己开灶

做饭了。一天大早，我和家属打开门，

发现门口竟放着满满一铁皮桶鸡蛋和

一筐西红柿。究竟是谁放的？我几乎

问遍了全队的战友，大家都说不知道。

后来我带家属到队里的菜地参观，她见

到新疆特有的那种又大又红的灯笼椒

后十分开心，因为在四川从未见过这么

大的辣椒。可惜队里的菜地刚采摘完，

熟透的灯笼椒几乎没有了。当时炊事

班长正在拾掇菜地，得知后立刻找遍菜

地，好不容易找到仅剩的一只。家属接

过灯笼椒后直说谢谢，然后高兴得像小

孩一样跑回了家。

在我家属来队的一个多月时间里，

我们房间的门口先后又出现过哈密瓜、

西瓜、香梨等水果。直到我调离教导大

队，都不知道是谁放的。我曾反复问过

炊事班长，但他一口否认。

家属探亲回到四川老家后，问我要

了全队官兵的鞋码，两个月后家属和她

的姐妹们给大队官兵每人做了一双鞋

垫寄来，大包裹中给炊事班长的是单独

的一份，里面有她亲手绣的两双有长城

图案的鞋垫……

（绘图：冯 柱）

那年家属来探亲
■刘长青

陪老兵迎新春

1月 28日，农历小年，武警安

徽总队合肥支队执勤九中队官兵带

着春联、水果等慰问品，来到98岁

八路军老战士智全保家中，聆听这

位功勋老兵讲述抗战往事，陪他一

起过小年迎新春。

徐 伟摄

老兵e家 等你归队

(扫码天天见)

人物·老兵出镜

征文·曾在军旅


